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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用对话取代对抗，为中国智慧喝彩

本篇解析老师丨河南信阳商城高中教师 方超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怖主义、

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不断，不同

国家如何平等相待？显然，“文明冲突”“文

明优越”等言行，只会将世界引入歧途。而

中华文明为和谐相处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启

发。回顾历史，从玄奘西行到鉴真东渡，从

郑和下西洋到古丝绸之路的和平延伸，从将

“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的努力到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举办……中国推动不同

文明之间的对话之路越走越宽。我们用对话

取代对抗，不仅增进了了解和友谊，促进了

相知和互信，而且有利于和平理念更深入人

心，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照进现实。

读了以上材料，作为新时代青年的你，有怎

样的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围绕材料内容及含义，选好角度，确

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做，

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百校联盟考试语文试题。

【命题方向】

责任担当：国家认同、国际理解

人文底蕴：人文情怀、人文积淀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勇于探究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限制。试题材料总体上由一问两

答构成。一问：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各

种挑战不断，不同国家如何平等相待？不同

文明如何和谐共处？这是考生必须回答的任

务，也是写作的大情境。两答：一是“文明

冲突”“文明优越”等言行，只会将世界引

入歧途；一是中国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之路越走越宽。两种答案对比，即冲突引入

歧途，对话走向繁荣，由此可见命题者的立

意倾向——对话沟通意识。中国在推动不同

文明之间对话方式的努力，不仅增进了了解

和友谊，促进了相知和互信，而且有利于和

平理念更深入人心，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梦想照进现实，立意方向藏在对比中。

2.典型任务限制。本题的任务指令如下：“读

了以上材料，作为新时代青年的你，有怎样

的思考？”要求考生从材料设置的真实情境

出发，既考虑材料的显性要求（现代国际社

会之间文明冲突不断），又综合考虑隐性思

考（“对话方式”在国内国际间交往中的重

要性，解决冲突、沟通文明、促进和谐），

两者有机结合，整体看待，做到精准立意，

切勿断章取义。同时，考生必须在行文中体

现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做到内容丰富、思想

深刻。

3.价值判断限制。本材料体现的价值观是：

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良性健康发展提供了可

供借鉴的经验，作为高中生，我们应该立足

本国历史文化实际，继往开来，站在全人类

文明和谐共生发展的角度，以高格局审视不

同文明之间“沟通对话”形式的重要性。

开放性：

1.立意角度开放。对话的双方具有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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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的发散角度可以有三个：对话之于国与

国、之于世界、之于文明。不管从哪个角度

立意，考生要尽可能做到从精神上的认识迈

向行动上的执行，从小方面扩展到大格局，

展示中国文化自信和全球视野。考生还可以

综合论述，也可以在对比中论证。

2.论证选材开放。可以直接运用材料中提供

的素材来支撑论点，也可以在材料提供的素

材基础上联想发挥。不论是事实论据还是道

理论据，考生最好能够从史实和社会现象等

方面来论证观点。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如果

对话交流，则两国互利互惠；若执意对抗，

则可能会对本国经济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比

如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让中国更

加能融入世界，还能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

机遇，这是合作的有利之处。

3.写作文体开放。除了诗歌，考生可以写议

论文，也可以写记叙文、散文。综合材料来

看，写成议论文更利于表达思想，思路也能

更加清晰。当然，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

能力储备自行选择，但不管选择什么文体，

都必明确文体特征，切忌写成“四不像”。

【解题】

本题属情境设置类任务驱动型作文，要求考

生围绕材料内涵和具体情境指向来作文，就

事论事，合理类比或者联想，学会运用多种

论证手法，准确完成任务指令。

这是一道宏大主题的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

题。宏大主题的作文是难点，当然也是重点，

是高考备考必练的写作题型之一。2019 年喜

逢祖国 70 周年华诞，家国情怀必须有，全球

视野更不可丢。希望借用本次作文检验一下

考生们对宏大主题类作文写作的掌握程度，

教师们也可借机扫除考生在此类作文写作中

的障碍。做此类题目，首先要认真审题，明

确要求。写作者的身份为“新时代青年”，

考生写作时要有身份代入意识，并且立论和

议论的“支点”是“新时代”。

考生在立意时，要综合考虑材料设置的写作

情境，整体思维。综合来看，本作文展现了

在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下，高考对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的要求，尤其是思维发展与能力提

升。考生通过写作实践获得辩证思维和创造

思维的发展，对问题认识的深刻性和批判性

都能得到极大提升。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文明对话，增进友谊。

2.对话取代对抗，促进相知互信。

3.文明平等对话，国家和平相处。

4.对话促进世界和平。

5.“文明冲突”将世界引入歧途。

6.中国智慧解决文明冲突。

……

偏题立意：

1.文明与冲突。（泛化论证，没有问题意识）

2.一带一路之我见。（没有针对任务指令）

3.中国智慧。（概念泛化，忽略任务）

4.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顾左右而言他，

材料问的是“不同国家如何平等相待？不同

文明如何和谐共处？”）

5.一带一路，中国崛起。（审题错误，文章

强调的是中国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

之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人类命运共同体撑起人类未来。（忽略任

务，随意为文）

7.中西文化交流之我见。（材料中的“交流”

是指用“对话”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

和谐共处”，忽略这个界定，只谈文化交流

是不切题的）

……

【下水文】

对话交流，共创文明之美

河南信阳商城高中

方超老师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怖

主义、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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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如何平等相待是个事关人类文明未

来的重大课题。而崛起中的中国，则为人类

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智慧。

文明对话交流自古有之。

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穿越不同地域、

多种民族、多个宗教，多样性始终是丝路文

化的基本特征。多元交融的丝路文化为世界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为人类文明注

入强劲的成长动力。新时代，作为丝路文化

的回归，“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秉持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

精神，重现了世界文明交往史的价值和文明

多样性的时代意义。

由此可见，如果每一种文明都能用对话

取代对抗，不仅能增进了解和友谊，促进相

知和互信，而且有利于和平理念更深入人心，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照进现实。如果

未认识到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性，采用对抗

甚至战争的方式，则人类文明难以继续。

对抗不利于文明发展，甚至导致人类文

明倒退。

曾经，优等文明的“血统论”，一次次

把人类带入战争的深渊：殖民者屠杀印第安

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战争给双方都带来

巨大创伤。巴以几十年冲突，不仅给两国人

民生命带来巨大伤害，还让不同文明之间的

隔阂越来越深。当今国际情形下，中美合作

则共赢，而美国倒行逆施、固执己见，执意

破坏国际社会的规则，单方面制造贸易摩擦，

给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利影

响。

单边主义、恐怖主义等对抗，只会一次

次把人类拖入灾难的深渊。唯对话交流，才

能共创文明之美。

对话利于文明的交流，促进人类文明和

谐发展。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

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社会

发展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要推动中华文明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导汉语、中医

药、中华典籍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标

识稳妥有序地走出去，让共建“一带一路”

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更加深入

地了解中华文明民本、贵和、尊道、仁爱的

处世之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具有中

华文化意义的价值共识，为展示和传播文明

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促进世界各国文明

相互启迪。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这是哲人隽语，更是时代风尚。

“共生共存，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这是中华文化，更是人类智慧。中华

文明用“和而不同，对话交流”解决争端的

方式，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文明因

交流而获得发展。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

靠的是基因的借鉴和融合，人类文明也亦因

彼此的交流和借鉴而丰富多彩。人类互通有

无，可以使不同文明永葆生机。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对

话交流、学习互鉴、融合创新的历史。我们

要想为后代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重要的就

是本着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包容的心

态来学习、交换、融合、创新，这就是人类

文明进步繁荣的必经之路。


